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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不同生菜品种病害调查与病原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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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北京市昌平区生菜病害发生情况，为生菜栽培以及生菜病害的防治工作提供必要依据。对北京市昌

平区温室栽培的１０个生菜品种的病害种类、病株率进行调查，并对病原物进行分离纯化和形态鉴定。调查的１０个

生菜品种共发生３种病害，分别是生菜霜霉病、生菜灰霉病和生菜软腐病。显微形态观察和鉴定结果表明，生菜霜

霉病和生菜灰霉病的病原物分别为莴苣盘梗霉犅狉犲犿犻犪犾犪犮狋狌犮犪犲和灰葡萄孢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病害调查结果显示，

除了‘北散生２号’外，其他生菜品种上均有病害发生。‘北紫生３号’与‘红皱’品种只发生了生菜灰霉病，并且病株

率较低，分别是６．８％和９．６％，表现相对抗病。所有调查的品种中，‘北散生２号’品种对以上３种病害的抗性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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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菜犔犪犮狋狌犮犪狊犪狋犻狏犪Ｌ．为菊科莴苣属一、二年

生草本植物，又称为叶用莴苣，能形成叶球或以嫩叶

供食用。生菜根据叶片形状，可以分为结球生菜、散

叶生菜和半结球（直立）生菜［１］。不同品种生菜的叶

片颜色不同，目前有紫色、红色和绿色［２］。生菜在世

界各地栽培普遍，由于富含蛋白质、糖类、维生素和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热量低，受到消费者青睐，近年

来成为设施蔬菜的主栽类型［３４］。生菜以叶为主要

食用器官，生长周期短，目前是北京市播种面积最大

的绿叶蔬菜［２，５］。随着人们对生菜的消费需求量扩

大，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在栽培过程中一些常见的病

害也容易发生，主要菌物病害包括霜霉病、灰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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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斑病、黑斑病、枯萎病、菌核病等，另外原核生物病

害和病毒病害也会严重发生［６９］。生菜病害在露地

栽培或保护地栽培普遍发生，造成大量叶片变黄或

变褐枯死，植株长势弱，可导致减产２０％～５０％，影

响食用和贮运［８］。为了解北京市昌平区生菜病害发

生情况和发生规律，进一步研究主要病害的防治技

术，并为生菜抗病品种的选育以及抗病机制研究奠

定基础，本文以１０个品种为调查对象，对温室栽培

环境中的生菜进行了生长期病害调查，明确不同生

菜品种的抗病性，并对病原进行了形态学鉴定，以期

为生菜育种和栽培工作以及生菜病害的防治提供必

要的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０月，对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亭

子庄村、南邵镇姜屯村温室栽培的生菜进行病害调查。

１．２　调查品种

有‘北散生１号’、‘北散生２号’、‘北散生３号’、

‘北散生４号’和‘北散生５号’等５个绿叶生菜品种，

以及‘北紫生１号’、‘北紫生２号’、‘北紫生３号’、

‘北紫生４号’和‘红皱’等５个紫叶生菜品种。除‘红

皱’外，均为北京农学院选育的生菜品种（表１）。

１．３　调查方法

对昌平区栽培生菜的８个温室进行了病害普

查，分别对不同品种生菜进行了病害种类及病株率

调查［１０］。不同病害通过症状观察识别，并对典型特

征拍照记录［１１］。每种病害均采集１０个以上具有典

型症状的样品，编号并记录样品序号、品种名称、症

状特征、采集时间、地点和采集人等信息［１２］。

病株率＝发病植株数／调查的总植株数×１００％。

１．４　病菌分离培养及保存

采用组织分离培养法，从生菜叶片样品的病健

组织交界处，切取５ｍｍ×５ｍｍ小块，７５％乙醇处

理３０ｓ～１ｍｉｎ或０．１％升汞３～５ｍｉｎ表面消毒，无

菌水清洗３次，组织表面水分晾干后，转移到ＰＤＡ

培养基，２５℃培养，长出菌落后，挑取菌落边缘菌丝

或单孢分离方法进行纯化［１３］。将纯化的病菌转接

到ＰＤＡ斜面上，培养７ｄ后，４℃保存。

１．５　病原鉴定

田间采集的病样低温保存、进行徒手切片制片，

或病菌经分离纯化后制片，显微镜观察病原形态特

征并鉴定［１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病害种类

在生菜的不同生长期进行调查，共调查４次，结

果表明，北京市昌平区温室栽培的生菜病害主要有

２种菌物病害和１种细菌病害，分别是生菜霜霉病、

生菜灰霉病和生菜软腐病。共调查了１０６４个植株，

其中‘北散生１号’１３２株、‘北散生２号’１４０株、‘北散

生３号’１１４株、‘北散生４号’１２０株、‘北散生５号’

１１８株、‘北紫生１号’１５９株、‘北紫生２号’１０２株、

‘北紫生３号’５９株、‘北紫生４号’３７株、‘红皱’８３

株，以生菜霜霉病、生菜灰霉病发生最为严重。

２．２　病害发生情况

对北京市昌平区温室栽培的不同生菜品种的病

害进行田间调查，统计发病植株，计算病株率，初步

鉴定和比较不同品种的抗病性。不同生菜品种病害

种类及病株率调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生菜品种及病害调查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犲狋狋狌犮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犪狀犱狊狌狉狏犲狔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犾犲狋狋狌犮犲犱犻狊犲犪狊犲狊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品种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品种类型

Ｔｙｐｅ

病株率／％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生菜霜霉病

Ｌｅｔｔｕｃｅｄｏｗｎｙｍｉｌｄｅｗ

生菜灰霉病

Ｌｅｔｔｕｃｅｇｒａｙｍｏｌｄ

生菜软腐病

Ｌｅｔｔｕｃｅｓｏｆｔｒｏｔ

总病株率／％

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北散生１号 北京农学院 绿叶散生 １５．２ １５．２ ０ ３０．３

北散生２号 北京农学院 绿叶散生 ０ ０ ０ ０

北散生３号 北京农学院 绿叶散生 １６．７ １６．７ ０ ３３．３

北散生４号 北京农学院 绿叶散生 ３０．８ ２５．０ １．７ ５７．５

北绿生５号 北京农学院 绿叶散生 ２０．３ １６．１ ０ ３６．４

北紫生１号 北京农学院 紫叶散生 ０ ３８．４ ０．６ ４０．０

北紫生２号 北京农学院 紫叶散生 ８９．０ ０ ３．９ ９３．０

北紫生３号 北京农学院 紫叶散生 ０ ６．８ ０ ６．８

北紫生４号 北京农学院 紫叶散生 ０ ６４．９ ０ ６４．９

红皱 意大利进口 红叶散生 ０ ９．６ ０ ９．６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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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显示，只有‘北散生２号’没有以上３种病

害的发生，表现最抗病。‘北紫生３号’、‘红皱’和

‘北紫生４号’只发生了生菜灰霉病，但是前两个品

种病株率较低，分别为６．８％和９．６％，表现相对抗

病，而‘北紫生４号’病株率高达６４．９％，其他生菜

品种均有２种或３种病害发生。调查中有５个品种

发生了生菜霜霉病，病株率为１５．２％～８９．０％；８个

品种发生生菜灰霉病，病株率为６．８％～６４．９％；

３个品种发生生菜软腐病，病株率为０．６％～３．９％。

２．３　病害特点

２．３．１　生菜霜霉病

田间症状：主要危害叶片，幼苗、成株均可发病，

以成株受害重，发病初期，病斑受叶脉限制，沿叶脉进

行扩展，褪绿呈浅黄色，多角形，叶片皱缩（图１ａ）；田

间湿度高时叶片背面产生白色霉层（图１ｂ）。发病

盛期，病斑连成片，叶片枯死。

发生规律：此病在低温高湿的环境下生长繁殖速

度快。最适温度为１５～２０℃，相对湿度９５％左右，连

作、地势低洼、排水不良、氮肥施用过多的田块发病重。

图１　生菜霜霉病症状

犉犻犵．１　犛狔犿狆狋狅犿狅犳犾犲狋狋狌犮犲犱狅狑狀狔犿犻犾犱犲狑

２．３．２　生菜灰霉病

田间症状：幼苗、成株均可发病。幼苗染病，叶片

呈水浸状腐烂；成株染病后，近地表叶片初呈水浸状，后

变褐色（图２）。病叶茎部红褐色，茎基部与叶柄基部症

状相似，环绕一周后，地上部茎叶凋萎，整株死亡。

图２　生菜灰霉病症状

犉犻犵．２　犛狔犿狆狋狅犿狅犳犾犲狋狋狌犮犲犵狉犪狔犿狅犾犱

发生规律：病菌以菌核或分生孢子随病残体在

土壤中越冬，分生孢子借气流传播，也可以通过未腐

熟的沤肥或灌溉扩散。植株叶面有水滴或伤口，环

境温度２０℃左右、相对湿度高于９４％时易发病。保

护地栽培通风不良、种植密度大、缺肥缺水、大水漫

灌，发病重。

２．３．３　生菜软腐病

田间症状：生菜软腐病又称水烂［６］，主要表现为

茎或根茎部腐烂（图３）。茎染病，初生水浸状斑，深

绿色不规则，后变褐色，迅速软化腐败；根茎部染病，

根茎基部变为浅褐色、腐烂，病情严重时地上部倒

伏；病部有浅灰褐色黏稠状物溢出，有恶臭气味。

图３　生菜软腐病症状

犉犻犵．３　犛狔犿狆狋狅犿狅犳犾犲狋狋狌犮犲狊狅犳狋狉狅狋

发生规律：病菌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借雨水

飞溅、水流及昆虫传播，从伤口侵入。气温高、多雨条

件易发病，连作、田块积水，栽培环境湿度大发病重。

２．４　病原鉴定

２．４．１　生菜霜霉病

病原物：藻物界卵菌门菌物，莴苣盘梗霉犅狉犲

犿犻犪犾犪犮狋狌犮犪犲
［１４］。孢囊梗自气孔伸出，单生或２～６

根束生，无色，无分隔。主干基部稍膨大，叉状对称

分枝４～６次，主干和分枝呈锐角，孢囊梗顶端分枝

扩展成碟状，边缘长出３～５条短梗，每梗上着生一

个孢子囊（图４ａ）；孢子囊单胞，无色，卵形（图４ｂ）。

图４　犅狉犲犿犻犪犾犪犮狋狌犮犪犲孢囊梗和孢子囊

犉犻犵．４　犛狆狅狉犪狀犵犻狅狆犺狅狉犲犪狀犱狊狆狅狉犪狀犵犻犪狅犳犅狉犲犿犻犪犾犪犮狋狌犮犪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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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２．４．２　生菜灰霉病

病原物：真菌界半知菌类菌物灰葡萄孢犅狅狋狉狔

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
［１４］。２５℃ 条件下，菌丝在ＰＤＡ上生长较

快。培养３ｄ，菌落白色，菌丝稀疏；５ｄ后，菌落呈灰

白色，边缘不规则；１０ｄ后，培养基上会形成很多黑

色菌核（图５ａ）；病菌分生孢子梗单生或丛生，浅褐

色，有隔膜，基部略膨大，顶端具有１～２次分支，分

支顶端产生大量的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椭圆形，单

胞，近无色（图５ｂ）。

图５　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在犘犇犃上产生的菌核、

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

犉犻犵．５　犛犮犾犲狉狅狋犻犪，犮狅狀犻犱犻狅狆犺狅狉犲犪狀犱犮狅狀犻犱犻犪狅犳犅狅狋狉狔狋犻狊

犮犻狀犲狉犲犪狅狀犘犇犃犿犲犱犻狌犿

３　结论与讨论

生菜喜冷凉环境，既不耐寒又不耐热，生长适宜

温度为１５～２０℃，生育期短
［２］。露地和温室栽培的

生菜均会受到病害侵染，病害的发生情况与环境温

度、湿度有密切的关系［１５］。本文选择了昌平区马池

口镇和南邵镇温室栽培的生菜进行病害调查，调查

的温室内均种植有１０个生菜品种，在同一个温室

内，不同品种的生菜种植面积相同，并且温室内没有

种植其他植物。调查发现生菜病害主要有３种，分

别是生菜霜霉病、生菜灰霉病和生菜软腐病。本文

调查的１０个生菜品种均为散叶类型，病害发生种类

和病株率因品种而不同。绿色散叶品种中，‘北散生

１号’、‘北散生３号’、‘北散生４号’和‘北散生５号’

上３种病害均有发生，生菜软腐病病株率均低于生

菜霜霉病和生菜灰霉病，‘北散生４号’和‘北散生５

号’上的生菜霜霉病病株率均略高于生菜灰霉病。

彩色散叶品种中，病株率差别较大，对于生菜霜霉病

仅‘北紫生２号’受到侵染，且病株率达到８９．０％，

其余紫色品种‘北紫生１号’、‘北紫生３号’、‘北紫

生４号’和红色品种‘红皱’均没有发生生菜霜霉病；

对于生菜灰霉病，仅‘北紫生２号’没有发生生菜灰霉

病，‘北紫生１号’、‘北紫生３号’、‘北紫生４号’和‘红

皱’均有生菜灰霉病发生。通过本文调查得知，北京

市昌平区温室栽培的１０个生菜品种中‘北散生２号’

抗病性最强，其次为紫色散叶品种‘北紫生３号’，‘红

皱’的抗性略低于‘北紫生３号’。

灰霉病引起植物品质下降和产量损失，已经成

为温室蔬菜栽培过程中的重要病害［１６］。本研究发

现，生菜灰霉病发生非常普遍，只有‘北散生２号’、

‘北紫生２号’没有发生，其他品种生菜的病株率为

６．８％～６４．９％。生菜软腐病发生较轻，１０个品种

中只有‘北紫生１号’、‘北紫生２号’、‘北散生４号’

有少量软腐病发生，且病株率仅为０．６％～６．９％。

不同品种对生菜霜霉病的抗性明显不同，调查的１０

个品种中有５个没有发生生菜霜霉病，其他５个品

种的病株率为１５．２％～８９．０％。调查结果表明，生

菜霜霉病在１５～２０℃低温高湿条件下发病重，而生

菜灰霉病发病温度、湿度略低于生菜霜霉病。经过多

次调查发现同一个品种，温室内接受阳光一侧的灰霉

病发生重，而靠近墙面一侧，温度略低、湿度略高霜霉

病发生重，该调查结果也与二者发病规律吻合。

生菜生育期较短，温室栽培的生菜每年最多可种

８茬。在生菜生长期间，随着温湿度变化，病害种类和

病株率也会发生变化，增加了病害的调查难度，所以

必须在每茬生菜的生育期内进行多次调查。本文在

调查中只发现了个别品种发生生菜软腐病且病株率

较低，根据田间病株的腐烂症状、恶臭味等典型特征

进行病害鉴定，未对病原进行深入研究。北京市昌平

区不同生菜品种病害发生情况的调查结果对生菜栽

培育种以及生菜病害的防治工作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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